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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京津冀

物流“大动脉”网络“氢”先行

7个氢能高速场景落地京津冀

产业观察 区域热点

做大航空航天产业链

中国航空创新创业大赛举行

汽车金融行业发展报告在津发布

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9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袁诚）日前，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主编
的《2023中国汽车金融行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在天津经开区发布。《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汽车
金融市场规模为2.5万亿元，同比增长8.7%，预计2023年
汽车金融市场规模将达到2.9万亿元。

汽车产业是支撑和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
主导产业之一，其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堪称
工业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报告》认为，汽车产业链
的利润点已从前端的整车销售环节向汽车后市场倾
斜，汽车相关的多元化服务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如二
手车、汽车金融、保险、售后维修、租赁等。其中，汽车
金融成为连接整车销售和后市场服务的重要一环，行
业融资规模有望继续增长，成为拉动汽车消费的有力
引擎。

目前，国内汽车金融行业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银
行、汽车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其
中前两者占据市场主要地位。近些年，国有银行和
股份制银行纷纷下场做汽车消费金融，行业竞争日
趋激烈。
《报告》称，汽车金融企业要想通过构建差异化竞

争力脱颖而出，必须在提升运营、产品、渠道等方面发
力，通过内部管理架构和流程的优化及数字化手段的
应用，实现内部效率和客户体验的双重提升。同时，进
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并降低成本，在竞争中寻找合作机
遇，激发市场活力。

作为我市汽车产业的主承载区，天津经开区是国
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汽车产业基础雄厚。截至目前，天津经
开区聚集了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吉利汽车
等多家整车企业，汇聚了200余家各类零部件和服务
业企业。

围绕“汽车+金融”板块,天津经开区聚集形成了以
长城滨银汽车金融、一汽信达保理、上汽安吉保理、小
鹏保理等为代表的主机厂金融业态；以狮桥租赁、传化
租赁、长久保理等为代表的汽车物流金融业态；以诚汇
通保理、浩润租赁、和康租赁等为代表的汽车经销商金
融业态；以瓜子租赁、大搜车租赁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服
务机构金融业态；实现了汽车传统金融与创新金融的
全牌照运营。

本报河北廊坊电（记者 袁诚）12月11日至13日，
第八届中国航空创新创业大赛暨首届中国空天科技企业
家年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举行。大
赛共吸引了全国300余个项目参与角逐，其中京津冀地
区项目50个。
据了解，中国航空创新创业大赛是专注航空领域的

全国性双创赛事。本届活动聚焦空天动力、新材智造、智
慧民航、无人系统、科教文创五大领域，举办企业家论坛、
对接洽谈会及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全国总决赛等，搭建航
空航天领域“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的合作交流平台，
助力我国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大赛分为创新组和创业组，来自航空工业、航发
集团、南航、北航、西工大的前沿技术团队和优秀民营企
业代表同台竞技、激烈比拼，120个项目入围复赛、30个
项目挺进决赛，最终两组项目分别角逐出3个一等奖、5
个二等奖、7个三等奖。
“我们带来了有关单人飞行器和差动倾转垂直起降

固定翼飞行器的两个项目，可应用于城市圈范围或城际
间的空中交通出行，并打算在京津冀地区设立运营中
心。”从事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研发的天津斑斓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守利告诉记者，这次参赛除了展示创
新技术，也对接了几家风险投资机构，计划融资3000万
至5000万元，用于新机型量产前的研发。

除了企业，不少参赛项目来自高校及科研院所。天
津大学固相摩擦挤压增材技术团队带来了新型金属增材
制造技术，吸引众多关注。“前沿技术只有应用到实际场
景中才能发挥更大效用，我们走出实验室，就是为了让创
新技术在实际的应用领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推动国家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该技术团队研发负责人许乃强表
示，通过创新技术路线，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固相摩
擦挤压增材制造装备，可以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汽车以
及军事等领域。

秀技术、觅商机、谈合作，会场内外航空航天创新创
业者与投资机构热切交流。“好的项目团队既要有情怀，
也要有盈利能力。我们选项目，最看重创始人团队、技术
领先性和应用场景。”演讲嘉宾中美绿色基金总裁王俊沣
说，“这次的参赛项目有很多前沿技术，我们将对部分优
秀项目开展深入交流考察，挖掘合作空间。”

航空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
是大国竞争博弈的焦点和引领经济发展的热点。借助
举办大赛，以赛促产，处于京津雄“黄金三角”中心的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通过搭建航空航
天产业发展的交流对接平台，汇聚创新资源和技术人
才，助力航空航天产业链做大做强，推动京津冀科技领
域协同发展。
“我们组建了一只总规模5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

对优秀项目予以投资支持；同时，廊坊市正在筹备设立一
只总规模2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未来将通过重点领
投、跟投，支持航空航天科技创新领域项目落地。”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托临空经济区，廊坊市加速打造集研发、生产、运营、
维护、培训于一体的新型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带动高端
装备制造及新材料产业链加速聚集。目前，南航华北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宸信无人机华北制造产业园、广慧
金通航空培训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航
天科工成果转化基地、星河动力商业运载火箭核心零
部件生产基地、飞天联合民用航空产业化基地等重点
项目相继落地，航空航天产业在临空经济区呈现出加
速聚集的良好态势。

■本报记者 张兆瑞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驱动下，绿色已
成为国内物流行业发展的主旋律。本月
初，京津冀首批 7个氢能高速场景正式落
地，将加速沿途高速公路制氢、加氢等基础
设施网络建设，打通区域内氢能高速物流
运输“大动脉”。

物流运输“氢”走廊

12月1日，搭载着氢动力系统的10多辆
氢能翼展车、氢能轿运车在河北保定长城蚂
蚁物流园区装满货物出发，途经京昆、荣乌、
津雄等高速路段，顺利驶入天津。与此同
时，京津两地的数十辆氢燃料电池汽车，也
载着货物分别驶入氢能高速公路示范线，标
志着京津冀区域内首批氢能高速示范场景
正式落地。

据了解，京津冀首批氢能高速场景共7
个，分别是依托京津高速，由北京至天津
港，依托荣乌高速、津雄高速，津晋高速—
荣乌高速—蓟汕高速，往返于汽车整车厂
与港口的整车运输场景；依托津晋、京昆、
荣乌等高速，从天津到北京、从河北保定到
天津的汽车零部件运输场景；依托京津高
速，往返于北京市大兴区、顺义区等多个地
区和天津港之间的外贸集装箱运输场景；
依托京津高速，从天津港至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家居用品运输场景；依托京藏高
速，从北京到河北张家口宣化区的沙石料
运输场景；依托京津塘、京津高速，从天津
至河北定州的煤炭和焦炭运输场景；依托
津晋、荣乌高速，往返于天津和河北霸州的
钢化运输场景。
“氢能高速不是新建道路，而是依托现有

高速路网，加快建设加氢站，支撑氢燃料电池
汽车和氢能产业跨区域、规模化运营。”相关
人士告诉记者，首批落地的7个氢能高速应
用场景，将逐步带动沿途高速公路制氢、加氢
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助力京津冀打通氢能
高速物流运输“大动脉”。

下一阶段，三地将在氢能高速基础上构建
氢能走廊，在区域内形成具有综合性、规模化
和影响力的标杆性氢能交通重大示范工程。

产业资本“氢”上阵

近两年，氢能产业“跑”出加速发展之势，
离不开产业资本的助力。

前不久，在我市津南区的荣程钢铁集团
（以下简称荣程）带钢车间里，一辆辆绿白相
间的氢能源重卡正排队等待装载带钢。装
车完毕后，它们沿着津晋、荣乌、京沪高速路
段驶向100公里外的河北霸州三钢公司。
“首批跨省氢能高速场景，荣程参与了两

个，一是天津港至河北定州，二是天津荣程厂
区至河北霸州。”荣程运输业务经理王立刚向

记者介绍，“以霸州这条路线为例，每个月氢
能重卡往返约90车次，为2700余吨钢材产品
提供清洁运输。”

过去几年，荣程依靠逐步投入使用的
225辆氢能重卡，用绿色运输串起产业链条
的上下游，打造数智、绿色、低碳的氢能多元
化示范应用场景，助力产业链节能降碳。截
至今年11月底，荣程氢能重卡累计载重量实
现954.5万吨，行驶里程 994.53万公里，累计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155吨。按照发展规划，
预计到2025年，荣程运行的氢能重卡数量将
达到750辆。

除了荣程这样的钢铁产业，汽车产业也
是参与氢能高速建设的“排头兵”。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国内城市群、都市圈
的形成正将以往上千公里的长途干线运输分
隔为300公里至500公里的线路。而燃料电
池因加氢时间短、续驶里程长等特点，在城际
物流领域优势明显，这为商用车企业带来了
新机遇。此次京津冀氢能高速场景参与者
中，就出现了长城汽车、福田汽车的身影。

协同创新“氢”生态

2020年，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家
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启动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工作，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城市群成功入围。

“我们主要生产氢燃料电池电堆，在示范
政策支持下，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氢璞创能
天津生产运营负责人顾旭告诉记者，过去两
年，他们的氢燃料电池电堆出货量稳居全国
前三。目前，在京津冀地区，氢璞创能燃料电
池装备以49吨氢能重卡居多，匹配区域内重
载运输、城际物流等场景，服务于荣程、京东、
宜家等企业的货物运输。

氢璞创能的发展并非个案。据了解，京
津冀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建设两年来，实现
了电堆、空压机、膜电极等7项核心零部件的
创新和产业应用，推广燃料电池汽车2500多
辆，形成了城市公交，冷链物流等丰富的应用
场景，车辆技术性能显著提升，生产成本持续
下降。

未来，京津冀氢能产业的发展依然可
在合作中寻求突破。业内人士介绍，北京
的优势是技术攻关能力强，示范支持力度
大，车辆推广多，但应用场景和制氢方面需
要城市群支持；天津则应发挥工业副产氢
资源丰富与物流运输场景丰富的特点，同
时继续攻关燃料电池电堆等关键零部件与
核心材料；河北许多城市也都有制氢能力
和应用场景。

相关人士建议，京津冀应用好氢能产业
基础优势、要素资源优势和区域配套优势，共
建氢能产业协作“一条链”，全力打造京津冀
氢能产业新生态。

■本报记者 袁诚 文并摄

这些天，河北首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的5000吨巴西牛肉陆续到达天津港。
“首批900吨在12月中旬抵达，其余的也要
赶在春节前进来。”该公司总经理申彤告诉
记者，每年冬季是人们吃火锅的高峰期，也
是牛羊肉的消费旺季，尤其是春节前两三个
月，公司会多进口一些备货。这批冻品从天
津港上岸后，将被运往东疆综保区的冷库储
存，之后分拨至以京津冀为主的北方市场。

随着京津冀对进口冻品、水果等消费需
求持续增长，有着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天津港口型物流枢纽核心区域、国家进口贸
易创新示范区等多重“身份”的东疆，依托口
岸、自贸区、综保区等功能优势，加快构建冷
链产业生态。截至目前，东疆已聚集600余
家冷链产业链企业，建成7个全温区冷库，
冷冻库容约25万吨；同时，在建冷链物流项
目2个，库容约10万吨，是我市冷库规模最
集中、自动化及低碳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
一，存储品类涉及速冻食品、水果、水产品、
红酒、乳制品、冰品、医药等。

肉类消费量提升

冷库迎出库高峰

“我们的冻品业务主要辐射北方市场，
其中京津冀约占六成。”申彤说，这些冻品包
括来自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牛肉，厄瓜多
尔的白虾以及加拿大、爱尔兰、荷兰等地的
猪肉。“多的时候每天有五六百吨入库，三四
百吨出库。”她说，“东疆拥有便捷的港口、铁
路、公路多式联运交通网络，从这里出发，无
论发往哪儿都很方便！”
“今年以来，我们已累计采购1.7万吨牛

肉、4万多吨猪肉和4000多吨羊肉。走货快
的时候入库一两天就拉走了。”她透露，近期
到港的5000吨牛肉将陆续存入万纬天津东
疆港冷链园等港口周边冷库。公司还订购
了3万多吨车厘子，预计2024年1月分批抵
达天津港。

距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8公
里的万纬天津东疆港冷链园也正准备在春
节前“大干一场”。“在满负荷运营下，我们园
区每日出入库冻品规模可达5000吨。”该冷
链园副总经理王莹向记者介绍，随着近期园
区最后一个自动化立体库启动运营，园区总
库容达到12万余吨，成为天津市规模最大
的冷链园区。
“每年春节等重大节日是仓储的出库高

峰。肉类、水产等容易受节假日影响，价格
上浮。进口贸易商一般会在三季度末至四
季度初在国外加大采购，11月至12月货物

到港，正好赶上元旦、春节的涨价与需求高
峰。”在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车间，万纬天
津东疆港冷链园运营合伙人贾永峰指着一
台正在自动抓取货物的无人操作堆垛机
说，“为应对提货高峰，提高货品出入库效
率，园区两座自动化立体库已全部投入运
营。每个立体库装有12台无人操作堆垛
机，相当于12台叉车不停地工作，每小时
可操作220吨货物，操作效率是传统人工
的三倍左右。”

全球采购、天津存储分拨、京津冀加工
消费……以冷链物流产业为纽带，东疆串联
起三地活力消费圈，处处涌现着生动的消费
联动图景。
“目前，我们在东疆冷库存有100吨牛

肉。现在正是肉品消费高峰，牛腱子、牛肉
卷、牛肉粒卖得很快，这两天打算再往北京
发一批货。”北京顺鑫鼎鑫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购部凌经理告诉记者，公司客户主要
是北方地区的批发市场、加工厂和机关食
堂，存入东疆的冻品部分发往北京平谷、大
兴、顺义冷链中转站及北京新发地、河北高
碑店等批发市场，部分发往郑州、济南、沈
阳等地的肉类集散地。“近期我们有进口近
千吨牛肉的计划，将根据市场行情，陆续进
口并存入东疆的冷库，不断充实北方市场
肉品供应。”凌经理说。

“城市大冰箱”扩容

多元产业生态渐成

再过半个月，天津食品供应链集团有限
公司冷链物流一期项目将开仓运营。
“目前，一期冷库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二

期也进入了主体施工阶段，预计明年下半年
建设完成。”该公司副总经理黄宇对记者说，
两期项目总库容4万吨，主要存储牛肉、猪
肉、鸡副类等货品，将助力打造首都“1小时
保障圈”，最大限度保障京津冀地区食品物
资供应和食品安全。

看好港口及政策优势，越来越多的冷链
物流项目落户东疆，不断扩容服务京津冀的
“城市大冰箱”及全球采购规模。现代物流
设施提供商普洛斯旗下隐山资本也在东疆
开发冷链物流项目，拟建设高标冷库4座，
总库容约3万至5万吨，投资约3.6亿元。

据统计，2022 年天津口岸冻品进口
297.2万吨，逆势增长16.1%，量、值均为全
国第一。今年前三季度，东疆实现冷链产
品进口额110亿元，其中肉类进口额80.8
亿元，约占全市70%，带动食品相关销售额
1136亿元。

随着冷链产业不断集聚，“买全球”的贸
易商在东疆有了更多选择。为捕获更多贸
易商的“芳心”，东疆冷链项目运营企业一方
面在专业化、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加大投入，
另一方面也在不断丰富服务业态，引入加
工、电商直播、产品代发等增值服务。比如，
万纬天津东疆港冷链园通过数智化的订单、
运输、仓储、账单管理系统，将原本割裂的订
单、仓储和运输环节融合打通，实现高效运
营，并在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节
省电费数百万元；天津食品供应链集团有限
公司冷链物流项目则配备加工车间，将开展
初加工业务，打造预制菜供应基地。此外，
东疆很多冷库已与电商直播平台合作，不断
下沉到终端市场，开展将仓库商品直接发送
给消费者的“一件代发”业务，多渠道提升冷
库吸引力及附加值。
“东疆冷链产业链比较多元，既有以中

粮、蒙牛、三全、新协航、宇泰元亨和三川金
舟等为代表的冷链贸易及代理服务企业，以
万纬物流、中创智慧冷链、华锐全日、普洛斯
等为代表的冷链仓储企业；也有以顺丰、京
东、荣庆、瑞云等为代表的冷链物流企业，以
河南双汇、北京首农集团为代表的商业保理
企业，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冷链产业生态。”东
疆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东疆还在全市率
先搭建冷链产业数字综合服务平台，为冷链
企业提供海外采购、线上交易、仓储物流、金
融支持、终端销售等“一站式”全产业链综合
服务，提高本地贸易结算量，将冷链产业链
不断延伸。自2022年年底上线以来，该平
台已累计入驻企业近400家，上架各类产品
300余种，推动金融机构向平台企业授信超
亿元。以冷链进口贸易为切入点，东疆正大
力发展适港产业，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
转型，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600余家企业集聚 肉类进口量占全市七成

东疆“大冰箱”提鲜三地餐桌
临近岁末，京津冀市场肉品消费不断增长，贸易商们忙着交易备

货，天津港周边冷库也陆续迎来出库高峰，一辆辆载有进口冻品、水
果、乳制品等货物的冷链车驰骋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中，不断拉近
美食与餐桌的距离……

信息速递

京津冀定制快巴

乘客累计突破100万人次

继上月京津定制快巴线路开通后，京津
冀定制快巴再传喜讯。截至11月底，京津冀
定制快巴已开通燕郊、大厂、香河、廊坊城区、
固安和武清6条主线，共36条支线，累计开行
26400个班次，累计客运总量突破100万人
次，日发154个班次。
据了解，定制快巴是介于传统长途客运

和地面公交之间的新兴定制客运服务。按照
“预约出行、灵活设站、车随人走、就近上车”
原则，一人一座，合理安排停靠站点和发车时
间，方便三地通勤出行，持续打造“一小时环
京通勤圈”。

本报记者 袁诚

工作人员正在冷库拣选货物。

近日，天津南 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
站扩建工程开工，继天津 500 千伏双环网
全面建成后，该工程将继续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构建坚强网架，显著提高天津电网外
受电能力和受入清洁电力能力，助力京
津冀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能源结构
转型。

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建成于
2016年11月，是目前天津区域内唯一特高压
变电站，也是华北电网重要枢纽变电站，对京
津冀鲁地区的电力负荷输送起到至关重要作
用。该站每年外受电能力可达200亿度，约
是目前天津市用电总量的1/5。

目前，京津及冀北电网内部有1000千
伏北京东、天津南两个特高压落点及500千
伏京津及冀北双环网、北京500千伏扩大双
环网等。根据设计电力平衡计算，为满足
“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地区负荷发展需要，缓
解受端负荷中心供电压力，提高供电安全可
靠性，国网天津电力启动天津南1000千伏
变电站扩建工程。此次扩建工程新增2组
3000兆伏安主变压器，计划2025年6月建成
投产，投产后电能承载、输送能力可提升至
原有的2倍。

据介绍，该扩建工程投运后，将有效融
入京津冀特高压环网，满足唐承秦地区新
增送电通道需求。预计到2025年年底，京
津冀地区将建成特高压双环网，届时，天津
电网将形成“三通道两落点”特高压受电格
局，外受电比例将达到1/3以上，外受电中
绿电占比将达1/3，为京津冀实现能源结构
转型、助力三地率先实现碳达峰筑牢发展
根基。

同时，国网天津电力将积极推动大同—
怀来—天津北—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输
变电工程前期及建设各项工作，筹备开建天
津北1000千伏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加快构
建京津冀特高压环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

本报记者 苏晓梅

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

变电站扩建工程开工

工作人员为氢能重卡加氢。


